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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绿色节能技术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 

杨  校 

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中区  400016 

摘  要：传统建筑工程建设所创造的价值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对建筑工程建设的现实要求，在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大势下，生态节能建筑

工程建设成为该产业的主流发展方向。新型绿色节能技术伴随着我国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迅速发展起来，将其运用到建筑工程当中有利于

提高建筑工程社会价值，并且通过降低建设成本，减少资源浪费，促进能源使用效率，从而达到保障建筑工程经济效益。但是作为一种新

型应用理念，在应用方式，应用原则等方面还需充分研究，这样才能保证新型绿色节能技术可以得到合理运用，在充分发挥建筑工程自身

价值的前提下，进一步确保建筑工程生态，绿色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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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建筑工程所承担的社会职责角度来看，建筑工程由于工程

量，工程周期等原因，在施工过程中要耗费很多物资与资源，同时

它还是一个极为严峻的建筑垃圾产生行业。我国经济发展过程当

中，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折中，但是伴随着

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环境的关注度也得到了进一步加

强。特别是近几年大力发展绿色城市和生态建设进程中，多种新型

绿色节能技术不断涌现，为今后建筑工程发展提供可靠技术保证，

助力建筑行业可持续发展。 

1 新型绿色节能技术综述 

新型绿色节能技术开展建筑工程时，可利用新型绿色建筑材料

对建筑工程进行环保化与绿色化处理，并将洁净，环保融入到传统

施工工艺中、可循环生态理念实现了建设过程环保化与绿色化，使

工程建设成本得到了降低，同时也减少了工程环境污染与能源消耗

过大等现象发生[1]。一方面采用新型建筑材料如循环材料，可再生

材料，预制构件以及其他材料手段来促进建筑工程的建设，减少建

筑工程对环境的污染。另一方面采用清洁能源和合理节能设计等措

施，有效地促进建筑工程节能效应的发挥，让建筑工程为人们提供

一个生态，环保，舒适的居住和工作环境，同时保证我国可持续发

展战略能够得到有效实施。 

2 新型绿色节能技术功能 

2.1 减少能源、材料消耗 

建筑工程行业是能源集中和资源集中地产业，施工材料在建筑

工程总成本中占据了大半。这一过程所造成的浪费与不合理使用给

建筑工程质量与经济效益造成不良影响。在应用新型绿色节能技术

时，能够有效规划各种施工材料，并且在建设期间，采用可循环回

收材料，减少施工材料成本开支，以促进项目经济效益提高。与此

同时，建筑工程使用过程中对照明和空调的要求也增加了建筑工程

能源的消耗。利用新型绿色节能技术在进行设计与施工过程中注重

其节能效率的提升，并且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利用可靠技术方式让建

筑工程自身具备一定温度调节以及良好光照条件等，这样才能够有

效地减少建筑工程能源消耗。 

2.2 充分利用土地资源 

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建筑工程土地成本

占很大比重。土地资源匮乏，是阻碍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一大因素。

并且在采用新型绿色节能环保技术时，虽无法从根源上解决土地资

源匮乏的难题，但是却能够通过高效的空间利用来实现，在建筑工

程中加大立体空间，使土地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缓解了城市土

地资源匮乏的现状。 

2.3 降低环境污染 

建筑工程在开展过程中要减少产生粉尘和噪音等工程污染，与

此同时，大量建筑垃圾和施工用水成为工程建设之痛。尤其是部分

建筑企业在施工管理不到位时，几乎没有对环境污染进行有效治

理，给周围环境，居民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在使用新型绿色节

能技术时，可从管理和技术多个方面入手，切实减少环境污染现象，

进而促进建筑工程社会效益的提高。 

3 建筑工程新型绿色节能技术的运用原理 

3.1 创建绿色节能环境 

一是建设过程要创造绿色健康建设环境。一方面要对工程建设

中能源消耗量进行降低，同时也要对建筑工程使用时能源消耗量进

行有效措施的运用；二是设计过程中不应只注重建筑工程外观，还

要兼顾建筑工程实际应用和建设过程中绿色节能效应等，它可以顺

应主动变化自主调整。设计过程中可对自然能源利用效率进行适当

促进，如普通通风，光照等可通过有效调整降低这方面能源消耗，

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建筑功能和自然环境的和谐。 

3.2 采用绿色节能材料 

建筑工程对绿色节能技术运用的不断加深也使得建筑工程对

绿色节能材料的研究迅速展开。在建设时购买的建筑材料应该而且

要强化绿色节能材料购买，这一方面要求在选材上就必须要保证绿

色节能材料在建设时得到应用，让建筑工程能够实现一定程度上的

绿色功能。另一方面也要从材料性能及经济性等方面综合考虑，在

保证项目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建筑工程材料。而在这一阶段

常用的绿色材料中，主要包括轻质塑料门窗，真空镀膜防辐射玻璃

以及隔热面板，这类材料的应用能够有效地增强建筑工程使用性

能，并且减少了施工过程中材料用量，使得建筑工程能够起到很好

的经济效益[2]。 

3.3 创造绿色，健康的建筑氛围 

对建筑工程来说，要求给使用者带来一个健康、舒适的建筑氛

围。在应用绿色环保材料提高建筑工程实用性时，也需应用新型绿

色节能技术提高建筑工程应用舒适度。降低建筑工程对能源和资源

的消耗，也要从“以人为本”理念出发，用户健康舒适的建筑体验

保证环境和建筑同步实现绿色施工目标。同时施工过程中要尽可能

少用苯类，甲醛，氨气等含量较大的施工材料，以保证建筑物长时

间使用时，不对人的身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4 建筑工程绿色节能新技术 

4.1 墙体施工绿色，节能 

墙体在施工过程中其隔热性能的好坏将给建筑工程室内空间

温度，舒适度等方面造成直接的影响。在进行墙体施工时一方面要

使用适当的墙体材料来保证墙体保温性能。另一方面也要从工艺、

设计等方面着手，对墙体厚度进行合理设计，建立保温层，保证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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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保温隔热效果好，本实用新型能够有效减小墙体厚度，从而达到

节约材料效果。同时建筑朝向不同对墙体隔热保暖要求也存在显著

差异。如北墙、东西墙等，它们受阳光直射的几率较大，墙体施工

时可适当加大保温材料的用量，选用热传递系数低的保温材料，以

保证此墙保温隔热效果好。例如，多孔砖，空心砖和其他热传递系

数低的物质。 

4.2 门窗施工绿色节能 

门窗是建筑使用过程中易发生热能损耗的重点部位，所以要采

取相应措施增强其隔热性能与密封性能。同时因为门窗镶嵌外墙一

般厚度都比较薄，它具有良好的温度传导性能，致使建筑外环境温

度易对室内温度造成影响。尤其当建筑工程以落地窗等方式扩大采

光面积时，其室内热能渗漏点和透风点还会随落地窗户尺寸增大而

增大。所以在进行建筑设计时，必须根据设计需求对窗户形式进行

合理选择，还要采取有效手段提高窗户保温隔热性。 

在门窗所用材料和工艺上，窗口面积小降低了室内温度受影响

的可能性，而窗口大对居住者舒适度要求高。因此，门窗建设过程

中一方面要从门窗材料着手，采用双层防辐射镀膜玻璃和填充热传

导能力弱的惰性气体；另一方面门窗结构和窗体墙体连接不稳定，

易发生热能泄漏等问题，所以施工过程中要严格采取措施保证连接

部分密实度，做好热量的有效封锁工作，减少热能发生泄露的可能

性。同时缝隙和接缝处，可采用密封胶和环氧树脂对其进行有效密

封，进一步提高门窗的整体密封效果。 

4.3 屋面施工绿色节能 

一是建筑物屋面施工操作空间大，屋面面积的合理使用能够有

效提高自然采光利用率，还能运用绿色节能技术充分发挥屋面面积

优势，利用太阳能，风能及其他能源采集手段实现高效集热发电，

以减少建筑工程运行时电能消耗。二是针对屋顶通风隔热设计需充

分考虑建筑整体状况及使用功能、有效隔热材料、设计出合理屋顶

结构，本实用新型使得室内热气和屋顶自然空气形成对流以自然调

节室内气温，有效降低了空调设施用量，实现了较好室温调节效果。

同时各地区光照条件及降水条件也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北方光照条

件比较优越，可利用太阳能、风能等设备高效地利用北方自然条件；

但我国南方降水量较充足地区可根据屋顶用途适当布置屋顶蓄水

池或绿化带以隔离紫外线作用，能有效地利用降水资源形成热量交

换以发挥自然空调功能。同时还可设计较好的导流措施来进一步展

开自然降水的合理利用工作。 

4.4 照明系统绿色节能 

现代建筑使用过程中照明系统应用频繁且能源消耗量大。除了

使用节能照明材料外，还要有效地利用太阳能和风能等大自然清洁

能源为低能耗照明系统提供动力。与此同时，照明系统中也需使用

智能化处理芯片，利用多种传感设备来检测用户使用状态，实现照

明场合智能控制，有效减少照明系统能耗。例如将声感灯和光感灯

结合起来，只有在照明需求存在的情况下才自动开启灯具，人离开

这一区域后灯具自动闭合，减少电能损失，实现绿色节能。 

4.5 地面施工绿色节能 

在地面施工过程当中，绿色节能技术多应用于地面耐久性，保

温性等调整过程。一般需使用耐腐蚀，保温性强的新型绿色节能材

料代替传统硅酸盐类地板材料。如果使用泡沫玻璃型保温材料，性

能更稳定，所以抗腐蚀性更好。同时这种材料保温性能更好，不渗

入湿气和凉气，能够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有效保证建筑空间内热量不

被散发，进而保证建筑工程保温效果更好。 

4.6 在建筑工程中构建水循环系统 

据统计，全国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很低。水资源高效利用对我

国战略发展至关重要。建筑工程施工和使用过程中还会耗费大量水

资源，所以一定要提高水循环系统的建设重视程度。与此同时，建

筑工程中传统排水系统设计中生活污水与其他污水混合在一起处

理，且污水间存在交叉现象，这给污水处理厂的处理造成一定困难。

而实际上冷却水、暖气所用之水很多时候都无需处理净化，只要通

过简单处理后，即可投入下次利用。所以在建筑工程设计过程中要

对排水系统进行有效的分离，将污水与废水区别开来，促使污水处

理效率得到提高。 

4.7 有效地利用自然采光 

照明系统是建筑工程中使用过程中能源消耗的重要组成部分，

良好自然采光的施工能够有效地降低日间光照条件相对较好的情

况下电能消耗。本实用新型保证了建筑使用环境舒适，同时也有效

地实现了天然的降低能源浪费。而要有效地利用自然采光，就必须

在设计过程中合理布局，依据建筑朝向，方位来调整建筑内部空间

构造，以提高自然光线使用效率。同时以此为基础，也可加强对建

筑体型与散热面积的衔接研究，使建筑体型与散热面使用投射率更

好的玻璃材料，扩大建筑采光面积，进一步达到更好地采光效果。

同时针对建筑内难以铺展自然采光之处，例如地下室，内部走廊等

等，可使用导光管之类的材料来有效地收集并使用自然光线，让自

然光线能够照到自身不能照到。但是应该看到，导光管这种新型材

料使用费用高昂，设计过程中要依据项目总体预算和预计资金支出

情况，以决定是否使用相应手段以扩大自然采光面积。 

4.8 浅层地热利用技术 

地热能已被有效地应用于现代建筑施工过程中，浅层地热就

是，以 200m 以下地热为建筑热能来源，综合利用岩土体，地源热

泵，地下水和地表水设置水源热泵机组，地热能换热系统与建筑空

调系统相结合，共同实现建筑空间内温度调节功能。与此同时，作

为一种绿色节能技术我国建筑工程发展已初步具备了充分利用浅

层地热的基本技术条件和产业体系。它开发利用价值极高，而且节

能绿色效果好，还不对自然环境及空气造成不良影响和污染，使用

时无废水，废气排放、污染物释放，而浅层地热利用技术控制大多

是通过计算机自动实现，所以其维护费用也比较低廉，在建筑工程

开发和利用过程当中，有着极高应用价值。 

4.9 太阳能热利用技术 

太阳能热利用技术应用于绿色节能建筑工程较为普遍，作为清

洁能源具有良好绿色生态价值。在建设和建筑工程的使用过程当中

都能够起到很好的绿色节能效益。一，前沿设计阶段应加强太阳能

热利用技术研究，综合考虑建筑使用特性，光照特性，合理配置建

筑朝向及空间分布，并且使用高吸热性，高吸光性墙壁材料，高效

地利用了太阳能。二是还要对屋面这类太阳能照射较多的地区安装

太阳能电板，给建筑工程提供部分电能资源。 

结语 

总之，建筑工程绿色节能化的发展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

们要注重建筑工程有效利用绿色节能技术，同时满足我国生态环保

的发展战略，除了要保证建筑工程的使用价值之外，还要加强对其

社会价值的挖掘，从而使得建筑工程中一直以来所诟病的环境污染

问题能够得到充分的改善，并且促进建筑工程的整体节能环保，从

而使得建筑工程行业能够获得一个可持续，绿色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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